
壹、 會議緣起與目的 

近年來，教育改革之風盛行，學校生態已不同以往，教育體制亦朝向多元的發展方向。在

多元教育發展方向中，校長成為重要的政策轉化者與第一線執行者，其所扮演的領導角色影響

學校教育發展甚劇。近來通過的實驗教育三法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中的素養教育推展，對於

校長領導而言，更是一大挑戰。至此，有關為學校發展掌舵的校長領導議題、讓辦學更有彈性

實驗教育三法的通過與施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中的素養教育，成為目前熱門且重要的教育

議題。在學校場域之中，校長扮演重要的靈魂人物，推動著學校教育的進行，研究證明(劉鎮

寧，2016)：校長領導行為與教師學習動機及其專業表現有顯著關聯，會影響到教師專業表現

的知覺狀況。一位稱職的校長，對於學校教育發展，可以發揮正面效益，提升教育成效；相反

地，一位不合適的校長，對於學校教育的成長，勢必會發生負面影響，危害學生受教權益，並

減低教師教學動力。103 年立法院三讀通過「實驗教育三法」中的《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

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兩個新法案，讓公立學校的經

營更為彈性，也讓家長有更多教育選擇權，此一政策的改革，更考驗著校長領導的能力與風格。

所有的教育改革，勢必要回歸到學生的學習，因應十二年基本國民教育的推展，素養教育成為

學界與實務界共同重視的議題，對於我們的下一代，社會所期待的素養教育內涵為何，相關的

配套措施是否足以支持素養教育的落實，是教育界需要面對的重要問題。因此，校長領導、實

驗教育與素養教育為未來教育界所要面對的三大議題，在校長領導之下，如何推展實驗教育與

素養教育，達到學校創新的局面，成為推動本研討會的重要核心思維。 



 
 

校長領導一直被視為重要的學術理論與教育實務。在學術理論上，專家學者積極鑽研領導

理論的內涵，期能提供更為適切的校長領導理論與指引。在實務上，社會大眾對於校長角色的

重視程度與日俱增，除期望校長扮演好既有的學校行政領導者角色外，更賦予他們更多的社會

責任與期待。期待校長可以在行政領導之餘，發揮教學領導的角色功能；期待校長可以直接或

間接影響參與學校有關的課程與教學活動，促進教師專業成長、提升教師教學效能、營造學生

學習氣氛、增進學生學習成效，發揮領導作為功效(葉佳文，2015)。我們也期待校長可以發揮

楷模學習的功能，以身作則，讓學生在溫暖、安全的校園中學習，讓教師在氣氛融洽、專業同

儕學習的校園中教學，讓家長瞭解教育進一步與教師一同為子女的教育而努力。 

社會大眾對校長角色的重視，與日俱增；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對於校長的期待，亦是隨之提

升。然而，當社會一味加諸校長身上期待與責任的同時，我們的社會與制度是否給予校長相同

的權力與對待，讓他們可以心無旁鶩為教育理念而奮鬥，為了教育學子而盡心，讓他們在提升

學校辦學成效過程中得到支持與協助，無助時亦能獲得激勵與資源！反觀，目前國內教育生

態，校長有責無權是許多教育人員共同的感慨；以中小學為例，學校設有超過 20個以上的委

員會，當要做決定時，都需經過各種委員會通過，但發生問題時卻要校長全部承擔，造成校長

權責的不相稱問題，而現行法規存在的矛盾，導致校務經營滋生究竟為首長制抑或是合議制之

爭議(林政逸、楊銀興，2015)。再者，行政業務與經費問題、家長與民意代表的介入、媒體互

動的壓力、校長遴選制度的繁複、學校工作環境不如以往等因素影響下，讓一些行政經歷豐富

的校長，選擇提早退休一途。誠如：吳清山(2009)所言：「校長是學校靈魂人物，優質的校長

可以創造優質的學校。」當這些經驗豐的校長不願意再留在教育現場打拚之際，不禁讓人憂慮：



 
 

這樣的學校教育該何去何從？因此，本次研討會將校長領導議題列為會議主軸，期能獲得更多

的共嗚，創造此議題發聲的機會。 

校長領導與現今許多政策議題息息相關，其中最為熱門的議題之一，莫過於實驗教育。實

驗教育的推動過程中，校長領導扮演重要的影響角色，因此本研討會的第二個主軸即以「實驗

教育」為題，除了是符應 103年立法院三讀通過「實驗教育三法」中的《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

施條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兩個新法案，給予公立學

校的發展增加更多的彈性空間，讓家長有更多的教育選擇機會，對於學校經營管理者而言，代

表營運模式朝向多元化與特色化的發展趨勢，藉由家長擇校權力的提升，考驗著學校經營管理

模式與發展方向。本次研討會在主題的決定過程中，主張擴大實驗教育的範疇，舉凡課程與教

學的實驗改革、教育體制的實務改變，皆可列為實驗教育的一環。實驗教育的改革，不只是進

行教育體制與內容的改變，更代表對於教育認知的轉變，誠如教育部長潘文忠在記者會提出「以

國民學習權取代國家教育權，實現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育」的施政核心理念，即是期待國家教

育的發展要以學生學習為中心，進行教育體制的改革，而實驗教育的推展與核心精神正足以符

應此一改革方向。 

不管教育體制如何改變，不管校長的領導風格為何，其最終的目標皆是以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為目的。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中，提及：「為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的理念與目標，茲以「核心素養」做為課程發展之主軸，以裨益各教育階段間的連貫以及各領

域/科目間的統整」。「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

知識、能力與態度，強調學習不宜以學科知識及技能為限，而應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透過

實踐力行而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加持下，素養教育成為重要的教



 
 

育議題與實務工作，三大面向：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九大項目：身心素質與自我

精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科技資訊與媒體素

養、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成為現在與未來重要的教育方向，影響著學子的學習與教師的教學。 

在此民粹盛行的時代，加諸媒體資訊傳遞的快速，許多教育議題已跳脫理性的教育專業對

談；在此過程中，教育專業不再如以往般受到重視，甚至被漠視。當學校教育的專業性被質疑，

當一校之長的專業與權力可能受到挑戰之時、當我們期待的實驗教育恐成為紙上談兵之際、當

素養教育可能流於口號而無實際作為之時，其對教育發展造成的傷害苦果，是由我們全體國民

所共同承受。為此，本次研討會將以校長領導、實驗教育與素養教育為三大主軸，集合對此議

題有興趣的教育工作者，共同檢視目前教育現場中所面臨的現場狀況，探討目前校長有責無權

的問題，與提升學校行政與校長辦學成效的策略，思考未來教育改革過程中，對於校長治校之

可能作為；並在校長領導與學校創新的框架下，對於實驗教育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有更進一

步的探討與對話外，能藉由他山之石的經驗，提供臺灣有意推動實驗教育者參考；最後，仍回

歸到學生學習議題上，以素養教育為核心，進行議題的探討，藉由集思廣益的過程，提出有效

能的教育改革方向外，並能提供學校經營管理者實際推展策略。準此，本研討會之主要目的為： 

一、 以「教育新航向：校長領導與學校創新」為主題，針對三大子題：校長領導、實驗教育、

素養教育議題進行深入的討論與意見交流，以釐清學理意義，進以提供實務建言，期能

產生周延可行的教育改革構想與行動方案。 

二、 提供專業學術平台，鼓勵相關學者與研究生發表研究成果，交換研究經驗與心得，擴張

研究視野，提升研究動能。 



 
 

三、 提供實務性交流平台，讓實務工作者可以從中交流意見，分享彼此經驗，藉以落實在治

校過程。 

貳、 研討會子題 

根據前述緣起及目的，本計畫擬辦理「教育新航向-校長領導與學校創新」學術研討會，

並從下列子題廣邀學界與實務界參與論文發表，進行對話與探討，為臺灣的校長領導及學校經

營建構新策略。 

一、校長領導新航向 

(一) 中小學學校行政運作之現在與未來 

(二) 中小學校長治校的困境與突破 

(三) 中小學校長權責之教育政策與法令 

(四) 各國校長治校之理論與實務 

(五) 中小學校長領導實務之評估與分享 

(六) 中小學校長遴選制度之檢討與改進 

(七) 校長領導與校園生態之平衡 

(八) 優秀校長之養成與專業發展 

(九) 其他相關議題 

二、實驗教育新航向 

(一) 校長領導與實驗教育 

(二)國內外實驗教育之過去、現在與未來 

(三) 個人、團體或機構實驗教育個案分享 



(四) 實驗教育之政策與法令 

(五) 實驗教育之理論與實務 

(六) 實驗教育之課程與教學 

(七) 實驗教育與正規教育之競合 

(八) 實驗教育中的教師專業發展 

(九) 其他相關議題 

三、素養教育新航向 

(一) 校長領導與素養教育 

(二)素養教育之理論與內容 

(三) 各國素養教育發展與現況 

(四) 素養教育之推展與挑戰 

(五) 素養教育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六) 素養教育與學生學習成效 

(七) 素養教育與師資培育體制 

(八) 素養教育與教師專業發展 

(九) 其他相關議題 

參、 舉辦日期與地點 

一、日期：106年 11月 10日（五）及 106年 11月 11日（六） 

二、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大樓 

三、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一段129 號 



肆、 活動內容 

一、 研討會活動內容主要分為專題演講、論文發表、專題論壇等三大部分，活動期程為兩天。 

二、 專題演講：擬邀請 3-4位國內對本研討會議題有研究或是具有實務經驗者，進行專題演

講，促進學術交流與實務貢獻。 

三、 論文發表：本次共舉辦 3-9場次的論文發表，稿件來源將採取邀稿與徵稿並行方式。所

有徵稿經論文審查小組委由兩位學者匿名審查，審查結果交由大會論文審查小組確定

後，再邀請論文發表人。其中 1時段 3場次，將作為青年學者論壇活動之用，以提供青

年學者對此議題討論的園地。 

四、 專題論壇：以校長領導、實驗教育與素養教育三大子題，規劃六場專題論壇，邀請教育

實務工作者與相關教育學者、地方教育與政策行政學者，針對此主題進行圓桌論壇，預

計邀請各 3-4位引言人針對議題進行討論。 

伍、 參加對象及預估參加人數 

一、 參加對象：以自由報名為主，包括國內外教育學者、關心教育發展與革新中小學校長、

教育工作者、教育政策制定者或教育行政人員，及其他關心本研討會議題者與研究生，預

計參加人數：約 300人。 

二、 本次研討會預定邀請主持人 16人（含專題演講、論文發表場次和專題論壇），主題演講

學者 4人，論文發表評論人 18人，專題論壇引言人 24人，以及 36位論文發表者。 

陸、 預期成效 



本研討會預期成效如下： 

一、 以「教育新航向：校長領導與學校創新」為主題，透學者與實務工作者之論文發表、評

論與討論，達到學術交流與實務工作分享之目的。 

二、 廣邀對教育理論、實務與教育政策有深入研究或實務經驗之專家學者與會，促進不同教

育學術社群之交流互動，理論與實踐兼顧之效果。 

三、 綜合研討會結果提供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建議，作為未來推動更合理可行且體系完整之教

育政策時之參考，進而促進我國教育的優質發展。 

四、 本研討會論文在會後將審擇後集結成冊出版，除了方便與會者於會後繼續研究外，也提

供不克參加研討會之人士有機會透過文獻瞭解研討會之成果，以延續本研討會學術討論

之效果。 




